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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千年光阴淬炼，非遗星河璀璨。
安吉白茶，清香悠远；硖石灯彩，光影千年；龙泉宝剑，锋芒依旧……这些承载着中

华文明智慧结晶的古老技艺，正穿越时间长河，在新时代下绽放出崭新风采。而这之
中最是离不开一群默默坚守的非遗守护者——

他们是身体力行的非遗传承人，用传统技艺守护文明的火种；
他们是三尺讲台上的授业者，在校园里点亮非遗传承的火把；
他们更是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用匠心启迪心灵，让传统照见未来。——寻找校园里的手艺人·非遗季

□本报记者 童抒雯

“针刺时要保持与纸面垂直，先找准位置再下针，

不要图快……”在海宁市硖石小学的灯彩馆里，教师朱

娟芳耐心地讲解着针刺技法。只见学生们屏息

凝神，小心翼翼地用针在灯面纸上刺出一个个

小孔。

当细密的针孔最终勾勒出精美的图

案，硖石灯彩这门流传千年的非遗技艺，

在学生们稚嫩的手中延续着。

在海宁，硖石灯彩是当地非遗文化的

一块金字招牌。据历史记载，硖石灯彩始

于唐朝，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

年，硖石灯彩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盏明灯，流转千

年，依旧灯影灼灼，这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非

遗传承人的坚守与接力。朱娟芳便是其中一位。

说起自己与硖石灯彩的缘分，朱娟芳打趣是“一眼

定情”。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海宁的硖石灯会素有

“江南第一灯会”之称。每逢元宵佳节，大街上张灯结

彩，好不热闹。朱娟芳与硖石灯彩的第一次相遇就发生

在灯会上，“我是农村的孩子，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灯

彩”，她将这份惊叹“刻”在了脑海中。多年后，朱娟芳偶

然得知当地要开设硖石灯彩培训班的消息，便第一时间

“冲去报了名”。这条因热爱而生的非遗传承之路就此

展开。

2013年，学校成立了硖石灯彩社团。身为非遗传承

人的朱娟芳自告奋勇，成了社团的“掌门人”。她兴致勃

勃地将硖石灯彩这门非遗技艺带进课堂，并下定决心，要

“让更多的人知道硖石灯彩，把这门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针、拗、结、扎、刻、糊、裱、绘”这8道工序是硖石灯

彩的精髓所在。其中，针刺这一技法是灯彩制作时“最难

的一道门槛”。所谓针刺，就是用极细的针笔在纸上一针

一针刺出图案。有时，一张厘米见方的纸片上，需要刺出

30多个针眼。“如果中途针错了，整个灯面就作废了。”朱

娟芳解释道。学艺之路并不容易，但在实践教学中，朱娟

芳欣慰地发现，“即使是手指被针刺破了，又或是作品需

要从头再来，学生们却从未想过放弃”。在她看来，灯彩

课堂传授的不只是指尖技艺，更像是一场意志品质的考

验，“学生们在面对困难时静得下心、稳得住神、扛得住

挫，才是非遗送给他们的最好礼物”。

走进学校灯彩馆，仿佛踏入了一个光影交错的灯彩世

界。传统灯彩与现代创意相映成趣：这边是教师精心制作

的《“会源抱月”桥亭灯》，绵密的针孔体现着老手艺的严

谨；那边是学生的创意作品，当传统的走马灯与现代智能

技术相遇，既保留了“屏风烛影”的古韵，又增添了科技互

动的趣味。“这是我们‘非遗+科技’课程的成果。”朱娟芳介

绍道，“有学生觉得走马灯一直亮着太费电，于是就和科学

老师一起设计了这盏有智能感应功能的灯彩。”

打破学科边界、融入校园文化、挖掘地方特色……

事实上，朱娟芳的课堂从不局限于灯彩制作。课堂之

余，她带着学生从学校的百草园里汲取灵感，将草木芳

华刻在硖石灯彩之上；节假日里，她和学生一起深入社

区，推广非遗体验活动，让传统技艺走进千家万户。在

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了非遗文化传承的队

伍。他们组成跨学科的“守艺”教师团队，用创意和热情

续写非遗故事……

在学校的灯彩社团里，朱娟芳发现了一个令人动容

的现象：那些在学业上或许并不耀眼的学生，却能在灯

彩世界里发出属于他们的光芒。学生小周就是这样一

个特殊的存在。朱娟芳观察到，这个平日里不起眼的男

生却能在制作灯彩时表现出难得的专注和毅力。“针刺

工艺最需要耐心。无论他碰到什么困难，最后都能坚持

完成。他还在一次灯面制作比赛中，获得了市级奖项。

这对他来说是肯定，更是鼓励。”朱娟芳欣慰地说道。事

实上，小周的成长并非个例。在硖石小学，每学期的灯

彩展便是学生展示创意的闪亮舞台。学校长廊上，形态

各异的灯彩作品汇成一条流光溢彩的灯河，见证着学生

们在学习非遗技艺中收获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学生未必人人都会成为非遗传承人”，但朱

娟芳相信，学生们在灯彩制作中培养的坚韧品质、对传

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以及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都会

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财富。正如那一盏盏被点亮的

灯彩一般，非遗传承的火种正以最温暖的方式，照亮着

每个学生的成长之路。

一盏明灯，点亮非遗薪火

朱娟芳

□本报记者 郭诗语

“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往上提，不要用

指甲掐，像这样……”在安吉县第二小学的七彩

茶园里，安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李佳莹（现为安吉县紫梅小学教师）正俯身

示范，娴熟地采下一棵茶树上最嫩的叶芽。

“现在请同学们动手吧，记得这几行要采得

仔细些哦。”李佳莹的话音刚落，学生们挎

着竹篓，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兴奋地散开在

茶园里。

安吉白茶历史悠久。据《大观茶论》记载，

宋徽宗曾盛赞一种叶子晶莹剔透的茶，疑为安

吉白茶的前身。但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安

吉白茶似乎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

在安吉天荒坪镇的一座深山中发现了一株白茶古树。后

经科研人员扦插培育，这一珍稀茶种才得以重焕生机。

2011年，安吉白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扩展项目名录。

李佳莹和白茶的故事，始于安吉溪龙乡的青山翠

谷。童年时，奶奶在土灶边炒茶的身影是李佳莹最深的

记忆，“铁锅烧得通红，奶奶揉捻着茶叶，满屋都是清

香”。上世纪90年代，溪龙乡成为安吉白茶的核心产区，

家家户户都种上了茶叶，李佳莹的家人亦投身其中。制

茶这门非遗手艺，便埋在了这个“茶二代”心中。

2006年，李佳莹成为安吉县溪龙小学的一名教

师。教书之余，她始终怀抱着“让家乡的孩子了解白茶

文化”的初心，自编采茶歌曲、编写白茶校本教材、开设

采茶拓展课程……乐此不疲地向每个学生推广安吉白

茶文化。

2018年，李佳莹来到安吉二小任教，又将白茶文化

的种子播撒在新的教育园地上。在学校的支持下，李佳

莹在校园一隅开辟出七彩茶园，并开办了“齐云茶堂”。

采茶、炒茶、品茗……在这片充满茶香的第二课堂里，安

吉白茶制作技艺有了更清晰的模样：茶园里，学生们化身

“小茶农”，熟练地采摘嫩芽；茶堂中，学生们不仅收获了

制茶体验，还把泡好的香茶带回家，让父母品尝。

为了更专业地学习安吉白茶制作技艺，李佳莹拜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达有为师。白茶制

作技艺是一门需要倾注心血和汗水的“手掌艺术”。作为

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人，从采摘、摊青到杀青、初烘，再到

摊凉、复烘和收灰干燥，李佳莹对每一道工序都熟稔于

心。在所有工序中，杀青是白茶制作的技术关卡。

所谓杀青，指用高温快速蒸发茶叶中的水分。“杀青

时的火候、操作者动作的轻重，都会影响茶叶最终的口

感。”李佳莹边说边将手掌探入近200摄氏度高温的炒茶

铁锅中。只见她的双手娴熟地在茶叶上打圈、抓抖，带起

阵阵茶香。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却相当不易，

“刚开始练习时，手被烫出水疱是常有的事”。

李佳莹明白，非遗传承不能仅凭一时热情，而是要

扎根在日常教学中。李佳莹是语文教师，学校的七彩茶

园便成了学生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舞台，采茶实践更为写

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即使是平日里不擅长写作的学

生，也能用真情实感写下对家乡白茶的喜爱。”在李佳莹

看来，茶园好似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五育”并举的教育

理念在一株株的茶树间自由生长着：学生们通过照料茶

树培养责任感，在制茶过程中锻炼耐心，在茶艺学习中

修炼礼仪……

四月阳光和煦，春风拂过茶树，李佳莹望着学生们采

茶的忙碌身影，目光如炬：“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将安吉白

茶制作技艺这门非遗技艺传承下去，把这株美丽的安吉

白茶带给更多的人。”她的承诺，就像茶园里四季常青的

茶树一样，在这片土地扎根生长，生生不息。

一杯清茶，飘出非遗香韵

李佳莹

□本报记者 徐梦娇

“叮！当！叮！当！”在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的刀剑

实训基地里，清脆浑厚的打铁声此起彼伏，像极了一首

古老的战歌。炉膛内，炭火正旺，一阵阵热浪扑面而

至。“手腕压低一些，保证打出来的剑脊不会歪。”

一声严肃的叮嘱传来，说话的正是学校刀剑工

艺专业教师吴利忠。此时，他正指导着学生

们锻打剑坯。

龙泉宝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战

国时期。相传，第一把龙泉宝剑诞生于龙

泉秦溪山麓。至此，当地人以此为傲，世

代传承这门传奇技艺。龙泉也因此摘得

“宝剑之邦”的美名。2006年，龙泉宝剑锻

制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个子不高，寸头，斯斯文文的样子，乍眼一看，吴

利忠实在不太像一个会打铁的老师傅。然而事实

上，他与刀剑传承人这一身份已经绑定了10余年。

吴利忠走上铸剑这条非遗传承道路，本身就是一部

现实版的“宝剑出鞘记”。“我算是半路出家。”吴利忠腼腆

一笑，“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打铁技术，直到自己入了行

才知道其中的不易。”2010年，学校在全国率先开设刀剑

工艺专业。专业开起来了，却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彼

时，任教机械专业的吴利忠凭着对刀剑的兴趣，毅然从机

械师转型为铸剑师。

此后，他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沈

新培为师，开启了边学边教的教学生涯。那时候，吴利忠

白天教书，一得空就钻进铸剑工作室里打磨手艺，风雨无

阻。翻开吴利忠的备课笔记，纸页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

各种示意图和学习心得。为了能让深奥的技艺更加通俗

易懂，吴利忠总是自己先“吃透”，再把每个技术要点“掰

开揉碎”后，讲给学生听。

吴利忠的课堂没有过多的理论，更多的是手把手的示

范。“折叠锻打百十回，热锻、冷锻需要往复进行。”铸剑最考

验工匠的体力与耐心。从炼钢、锻打，到淬火、磨光……总

共28道工序，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匠心与智慧。

在学校的刀剑实训基地，记者看到学生们正在热

锻工位上进行作业。铁锤落下，剑坯上火花四溅。学

生工作服上星星点点的烫痕，述说着这门技艺的艰

辛。“刚开始练的时候，一天下来手臂都抬不起来。”学

生吴浩南学习锻制技艺已有3年，手掌被磨出水疱、肌

肉因长期敲打作业而拉伤、手臂被火星烫伤……这些

苦头，他都吃过。

“从打坯到淬火，少一锤都成不了好剑，非遗技艺差

不得一分一毫，千锤百炼才能出锋芒。”吴利忠谈起学生

坚持的意义，语气铿锵。他坦言，学锻制技艺很苦，但

“苦不过技艺失传的遗憾”。

在过去，非遗技艺的传承通常靠师带徒的口口相

传。如何突破时空限制，让这门传承千年的传统技艺后

继有人？吴利忠与学校教师组成团队，编写了《龙泉宝

剑锻制技艺》等教材。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现代学徒

制培养计划。2020年，龙泉青瓷宝剑技师学院正式获

批成立。作为丽水市首家技师学院，学校通过构建特色

专业课程体系、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深化产教融

合等创新举措，推动龙泉青瓷和龙泉宝剑这两大非遗项

目传承人的培养走向全国。

回望自己10余年的非遗生涯，曾笑着说自己是“门

外汉”的吴利忠如今已是桃李满园。这些学生如同星火

散落四方：有人成为新锐铸剑师，有人创新传统品牌。

但最令人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学子将领悟到的工匠

精神带到了各行各业。“锻剑和育人一样，每一锤都是修

行。”吴利忠由衷地感叹道。在他看来，非遗传承留给后

人的财富远不止技艺本身，“学生们在遇到困难时不退

却的决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畏心、雕琢工艺时的匠

心，都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精神财富”。

一把宝剑，铸就非遗传奇

吴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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